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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家长们常常向我们询问：作为家长如何有效地帮助学生的学习和成长？ 

针对华裔第二代的语言学习特点, 英才学院总结了一些学法语的建议并印发给学生和

家长供参考。希望学生们能够在课堂之外，多付出一些努力，体会收获的喜悦。也希望家长

能够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监督孩子，并给孩子与鼓励。 

 

建言一：帮助孩子找到一个好的学习方法 

我在 2009 年发表文章中就指出，英才的学生个个都是优秀的！那么有些学生于一定阶

段在学习成绩、学习态度、学习自觉性和学习习惯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为什么呢？究其原

因，主要还是我们长辈的方法需要改进。这里我们谈谈在补习学校之外，作为家长怎样很好

地帮助好孩子们。 

根据一份对 2000 个中学 5 年级学生的研究显示，青少年认为他们学习成功的重点在于：  

 得到家长的鼓励  

 多和有学习积极性的朋友相处  

 按时交作业  

 按时上课  

 积极备考  

 明确学习目的，考虑将来发展  

 关注学习结果  

 竭尽全力发挥才能  

小学生和中学生一样不会简单地顺从家长的鼓励和要求。相反，他们总是想反抗，这都

是正常的反应。然而，即便他们经常与家长争论，青少年依然十分需要父母的帮助，所以家

长要继续发挥帮助孩子完成课业的作用，这种作用本身就是一种支持和鼓励。  

支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 帮助孩子制定学习时间表，2. 检查孩子出勤和完成作业情

况，3. 给孩子安排一个好的学习场地，4. 为孩子推荐学习策略。 

好的学习方法对孩子的成功也是至关重要的！学生的学习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上课，不做作业 

第二种类型：上课＋作业＋复习 

第三种类型：上课＋作业＋复习＋课外读物 

第四种类型：上课＋作业＋复习＋课外读物＋读后感 

第五种类型：上课＋作业＋复习＋课外读物＋读后感＋预习 

作业： 完成好家庭作业非常重要！每天上课，老师先讲作业，再学新东西，做家庭作

业是为了巩固所学新知识，不做作业只能理解 25%左右，而且这样老师讲作业所花时间就会

加长。对于已经做了作业的学生就会不公平，浪费了他们的学习新知识的时间。 

词汇量：学习不好，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不读书，词汇量不够！不读书的孩子我们要引导

他们读书，读书的孩子我们要引导他们写读后感。 

动词变位：法语语法考试中 50%的内容都在这里。 

方法类型：如果孩子只在第一种，那他学习的效果不会很大的。如果走到第四种，那么

下次的考试中就有可能取得明显的进步。走到第五种，那么孩子的良好学习习惯就养成了，

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 

家长角色：家长与学校、老师一样对孩子的学习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甚至更重

要！有家长说我不会法语，不能在法语上教导孩子，这是一个误区，家长不需要也不应该做



孩子的教师。家长的教师角色多数情况下，会发生恶性转变，家长大多没有学过教育心理学，

方法有限；在工作家务累乏的情况下容易过度且长期地训斥孩子。家长的角色是要做好对孩

子的积极引导、督促和鼓励。 

 

建言二：整理错题库，定期复习和练习 

做错题目是难免的，有错就改才能进步，因此，必须做好订正工作，把错题汇集起来，

是个好办法。把错题重做一遍，是订正的过程。另外，错题库的另一好处是为今后复习提供

了重要内容，这可以节省时间，希望学生养成做错题库的好习惯。 

 

怎样建立错题库？ 

1、错题库，学生要坚持手抄在一个整洁的本子上，而不要请家长复印，因为抄的过程

也是对出题方式和内容的一个认识和理解的机会！ 

2、分科目：每个科目分别建立一个专门的错题本，分门别类地把平时习题、作业、试

卷中做错的题进行整理、分析、归类，这样也可以便于以后的复习和翻阅。 

3、全记录：自己做过的练习题、作业、考试中凡是遇到错题一律记下来，把错题的题

目认认真真抄到错题本上，分析出现错误的原因，最重要的是错误原因不能简单的写忘记了，

或者说马虎了，忘记马虎是知识点不牢固的表现。然后用不同颜色的笔把正确的思路和解题

过程完整地写在错题本上，并把自己的反思、感悟写在过程后面。这是建立错题本最重要最

关键的环节。 

 

如何使用错题库？ 

错题库不是把错题漂漂亮亮的整理下来就完了，还需要我们定期重做，并核准，还要

适当再度翻阅查看它才能达到我们使用错题库的目的。 

1、错题当新题做：将抄写下来的错题，过几天后，再做一遍，核对标准答案。发现再

次做错的题，再次抄下来，依次循环，直到没有错题！ 

2、每次做错题库，浏览一下以前做错的原因，对比一下现在的解题思路和以前的思路

有什么区别，看看自己走没走出以前的思维陷阱，从而避免再次犯错。 

3、定期翻阅错题库：回去查看错题库的时间是有讲究的，有的孩子把错题分析完，每

隔两分钟就回去看一遍，这是不可取的。错题库在做完以后已经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了，隔

几分钟就回去看是没什么效果的。应该隔一定时间（如三天或一周）再回去翻阅错题，直到

我们对错题完全理解、思路很清晰，确定自己已完全掌握，就可以在那道错题旁边做个标记，

提示自己以后不用再去重复看这道题了。 

4、每次新的考试前，看看自己的错题本，会更加明白自己需要重视的环节，更加有把

握。 

 

建言三：每周读一本书，写一篇读后感。 

词汇量永远是中国学生在法语学习上最大的痛，     而法语词汇仅靠学校课堂的学习是远远

不够的。英才一位法语老师说过：“中国学生在法语学习上大多数都是被动的，学生应该更

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尤其是在词汇方面，更应该积极的去寻找自己不认识的、新的单词。”

大量的阅读是积累词汇最好的办法，通常家长都会布置给孩子一定的阅读量并鼓励孩子写日

记。凡事皆有方，运用的方法不同，收效也会有所差异。 



英才要求学生将精读和泛读两种阅读方法相结合。 

精读则要求学生在欣赏故事情节的同时，思考作者使用的字、词、句，文章的结构脉

络、修辞意境以及语法规范， 学生可以拿着纸笔做记录、添注解。这是将知识由厚变薄的输

出过程，就需要在阅读之后，进行要点的归纳和文字总结。精读一般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

英才的法语阅读理解和写作课程，要求让学生带着分析的思维去读，带着感悟的心情记笔记，

让读书成为有效的学习。 

泛读即选择孩子感兴趣的课外读物阅读，由浅入深，由同学自己选择感兴趣的故事书，

一般以首页不超过 20个生字或生词为宜，一般不建议查字典，而是尽量借助上下文猜懂生字、

生词的意思。大量的泛读有助于积累词汇量，还可以提高阅读速度和提升阅读理解能力。 

有些孩子有写日记的习惯，这样也不错，但往往日记只是让学生重复的运用他们已经

掌握了的有限的词汇和法语语法。而写读后感和缩写，学生可以在写作中运用所学的新词汇，

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描述阅读的感想。哪怕每天摘录一些好词好句，也能帮助学在学习法

语过程中有效的提高词汇量、加强阅读理解、顺通语法和优化写作能力。基于这种想法，英

才要求学生至少每两周阅读一本书并写一篇读后感。写读后感是一个兴趣培养和不断积累的

过程，需要家长的耐心引导和督促。刚开始写读后感的阶段，不建议请老师加以批改修订，

学生会因为老师批改后过多的错误和不足而对自己的法语失去信心，对写读后感失去兴趣。

恰当的做法是，当孩子练习一段时间写作后，让孩子回过头来自己修改之前的文章，孩子会

很快发现错误，并且切身地体会到自己的进步，这样孩子会更有动力地学习。 

 

建言四：牢记动词变位 掌握法语规则 

 

法语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是因为其严谨和精确程度是其他语言无法比拟的。这种

严谨和精确建立在繁杂的语法、众多的动词变位和飘忽的单词阴阳性等规则上。因此法语入

门看上去比较难，并且没有什么捷径，但是一旦跨过这道坎，法语学习便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了。因此在学习阶段，扎实背记这些规则就显得特别重要。动词变位是法语语法中最重要的

一部分，长期的记忆和积累是学习动词变位不变的方法。规则和不规则的动词各个时态的

变化都必须记住并掌握，而且要能够熟练的运用。 

除了学习动词变位，同时还需掌握名词和形容词单复数、阴阳性的变化，这些都是需要

同学长期坚持背诵记忆的，养成使用习惯。英才的法语阅读理解写作班会针对学生经常犯迷

糊的语法概念进行疏通、训练、巩固，帮助学习打好学习法语的基础，一步一个脚印掌握

法语。 

很多家长误以为在蒙特利尔出生的孩子法语就不会有问题，学生只要在课堂里顺其自

然、按部就班的学下去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这样的看法并不全面。万事竭尽全力在前，顺其

自然在后，学习语言也是这样。不论是哪一种语言，达到精通的水平是很不容易的。仅仅能

流利地说和通畅地读远远算不上精通，以后在工作中，高超的写作能力和在公众面前精彩的

口头表达能力，才是事业上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大多数中国移民自身的法语仍待提高，孩

子学习法语少了家庭这一环节，实际上比当地家庭的孩子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达到较高

的水平，这更需要在家长的重视下，鼓励孩子集中精力，在中小学阶段花大力气学好法语。 

 

（2011年发表初稿，2017修改，2019再次增订） 


